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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朵“花”都能绽放
□记者 孙靖

������“六一”国际儿童节是为所有儿童设立的，针对儿童的关爱也应当惠及所有儿童。 如今，绝
大多数儿童生活在家长和社会的关爱中，但还有为数不多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儿
童、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存在，相对于生活在父母羽翼庇护下的儿童而言，这类儿童
更加需要被关爱。 庆祝儿童节，尤其要加大对这类儿童的关注力度，用心用情，为他们办实事解
难题，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

近年来，周口市民政局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发挥担当精神，积极推动关爱儿童的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农村留守儿童长期以来都是社会关
注的焦点和热点， 也是我国建设和谐社
会的关键。 “在我们大力发展经济的同
时， 往往忽略了农村留守儿童这一个特
殊的弱势群体， 他们大部分是因为父母
外出务工，被留守家中，由老人照看，在
童年就失去了父母的陪伴。 还有些留守
儿童因为监护人年纪过大， 或者代沟过
深，无法照顾到他们的身心健康，由此给
他们带来一些亟待解决的身心问题。 ”周
口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科长陈国栋说。

一年来，周口市民政局以淮阳区、商
水县为“儿童之家”建设运行试点单位，
依托专业社工团队， 开展针对留守儿童
主题的公益项目， 为留守儿童提供各种
法律咨询、心理疏导、教育矫治等特色服
务；打造省、市、县、乡、村五级儿童福利
服务体系，构建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
在全市范围内推进 “儿童之家” 项目建
设。

红歌传唱、农耕体验、“非遗”传承、
中秋猜灯谜、庆国庆升国旗、做手工包、
迎元旦、冬至包水饺……“儿童之家”的
工作人员变着法地开展不同的主题活

动， 在这里， 孩子们是开心的。 在这个
“家”，留守儿童还可以阅读书籍、学习知
识、拓宽眼界，尽情享受“家”的温暖。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部
分年轻父母选择外出务工、经商，很多孩
子被留在家里由老人或亲戚照顾。 孩子
和父母聚少离多，导致其身心、学习、成
长都面临着失管、失教和失衡状态。 ‘儿
童之家’担负起了为孩子们提供‘温馨港
湾’的职责。 ”周口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说。

关爱留守儿童
一份爱都不少

������儿童是家庭的希望和国家、民族的未来。 儿童本来
就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之一，困境儿童是弱势群体中的
最弱者，他们更需要社会大家庭的关爱和保护。

近年来，周口市民政局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工作，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不断加强基层儿
童工作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孤儿最低生活养育和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生活救助标准，督导各地民政局及时足额发

放各类补助资金。
困境儿童家庭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生活困难，周口

市民政局在让他们应享尽享国家的扶持政策外，还通过
多种渠道， 大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比如链接各方资源为困境儿童捐赠衣物、书包、玩具和
开展公益兴趣培训等，让困境儿童充分感受到社会的温
暖。

聚爱聚力 让花儿在爱中盛开

护佑困境儿童 让爱守护成长

������让每个困难儿童享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是周口民
政长期坚持、不懈追求的目标。 周口市民政部门充分发
挥兜底保障作用，通过城乡低保、临时救助等综合性救
助措施，救助帮扶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人员
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周口市民政局继续推动“福彩圆
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依据民政部办公厅印发的《“福
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 项目实施暂行办法》 的通知要
求，周口市民政局通过孤儿巡访、专题宣传等方式，宣传
告知“助学工程”相关政策规定及申请办理流程，为已满
18 岁仍在校学习的孤儿大学生提供助学保障。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是祖国的
未来和希望，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我市民政部门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开展未成年人关爱服务活动，主
动与市专业社工机构联系，设计开发了结合属地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需求的服务项目。其中，在周口市民政局的
指导下，青昱社工、合美社工结合周口市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现状分别设计并实施的 “周伴童行”———幸福童年

关怀计划项目、 筑梦成长———困境儿童陪伴项目 ，把
300 名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纳入服务对象，通过定期探
访、情绪疏导、学习辅导等方式对这些孩子提供常态化
的帮助。 同时，还为这些孩子筹集到了首批助学激励金
10 余万元，服务活动 100 余场。

据了解，下一步，我市民政部门将持续统筹协调专
业力量和资源优势，推动全市困境儿童服务专业能力发
展，搭建服务协作平台，以个体帮扶、分类关爱为切入
点，落实现有政策意见，健全完善不同类别困境儿童关
爱机制。 在撬动社会资源的同时，形成多方协作保护困
境儿童的优势和良好氛围。 帮助困境儿童、家庭进行心
理疏导，使其在困境中有信心、有精力、有能力重新开始
正常有序的生活。同时，还持续完善多元关爱制度，充分
发挥市大救助综合服务平台、 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作用，
落实定期走访制度和主动发现机制，推动基层精准落实
儿童福利政策，形成以平台预警主动发现、基层人员定
期走访关爱、社会力量专业服务、志愿者队伍爱心帮扶
等为主要内容的关爱服务制度。 ②11


